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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粮食贸易现状

（一） 我国粮食贸易占世界比重

我国粮食贸易数量占国内粮食生产和消费总

量的比重不大， 但是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却占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从进口来看， 我国占世界

粮食进口的 比重在 1995 年之 后一直在下 降； 就

出 口 来 看， 我 国 占 世 界 粮 食 出 口 的 比 重 在 1995
年之后有缓慢上升的趋势。 总体而言， 我国粮食

的进口占比高于出口占比约 3 个百分点， 但进口

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出口的比重则有缓慢上升的

趋势。

（二） 我国粮食进口现状

从粮食进口品种结构分析， 中国粮食进口以

玉米、 大米和小麦、 大豆等产品为主， 其中大豆

进口远高于其他品种， 且进口量一直居高 不下。

从 1950 年到 2003 年， 中国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的

粮食品种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5 年以前，

进口品种结构比较单一， 主要为小麦。 1996 年，

大豆由原来的净出口转为净进口， 净进口贸易量

也逐年递增， 进口比重 也逐步增大， 从 1997 年

起， 大豆进口取代了小麦之前在粮食进口中的主

导地位。 目前，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

国， 2008 年大豆进口达到了最高 3744 万吨， 比

2000 年增长 2.59 倍， 年均增长了 17.6%， 而且未

来仍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

（三） 我国粮食出口现状

粮食出口方面， 玉米、 大米是中国主要的粮

食出口品种。 1983-2007 年， 这两种粮食出口总

量占所有粮食出口量的 71.5%。 中国不仅是世界

玉米生产、 消费大国， 也是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之

一， 出口量居世界第三位。 玉米自 1984 年开始出

现大规模出口， 其后随着国内良 种玉米的 推广，

中国玉米产量迅速增加， 玉米出口量也随之上升，

现在玉米已经取代大米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粮食

品种。 2003 年玉米出口达到历史最高， 占全球出

口量的 20.75%。 而大米进出口贸易属于国家一类

管理商品， 国家对其实施严格的出口计划和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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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1997 年也是我国粮食出口品种结构变化相

对显著的一年。 该年玉米出口突然大幅增加， 出

口量占全部粮食出口比重为 78.5%。 大米出口也

呈缓慢增长势头， 2000 年大米市场出现滑坡， 我

国大米出口量仅为当年粮食总产量的 0.64%左右，

到目前为止每年的大米出口量均较低。

二、 我国粮食供需发展预测

粮食在未来的供求状况如何， 本文根据参考

资料对 2022 年的粮食的供给和需求进行预测。

（一） 粮食供给预测

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 在每一

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

或劳务。 在本文中， 中国粮食供给的预测是相对

于国内粮食生产而言的， 也就是粮食总产量的预

测。 土地资源是制约中国粮食产量增加的重要因

素。 虽然中国的可耕地面积排在世界第三位， 但

是人均可 耕地面积 只有 0.22 公顷/人， 低于 世 界

平均水平。 尽管政府三令五申， 可耕地面积仍然

在下降。 不过经 合组织 （OECD） 和联 合国粮农

组织 （FAO） 联合发布的 《2013—2022 年农业展

望》 报告中指出， 未来十年中国可耕地面积下降

的趋势会减缓， 但是耕地质量会下降， 最终导致

中国未来十年粮食产量增速放慢。 根据报告的预

测， 到 2022 年， 中国小麦产量将达到 1.27 亿吨，

大米产量是 1.37 亿吨， 粗粮产量为 2.57 亿吨。 粮

食总产量将达到 5.21 亿吨。

（二） 粮食需求预测

经济学上需求指的是在一定的时期， 在一既

定的价格水平下， 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

品数量。 粮食的需求包括口粮、 饲料用粮、 工业

用粮以及种子用粮的需求。 由于种子用粮占粮食

需求的比重较低。 对于未来中国人口的预测采用

的是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结果， 即到

2022 年中国人口将达到 14.25 亿。

（三） 粮食供需均衡分析

粮食供需的均衡是考量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对像中国这种粮食消费大

国而言， 粮食供需均衡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上述

的分析， 可以看出， 以往历年中国粮食的供需缺

口占当年产量和消费量的比重都比较低， 这说明

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是良好的， 但同时进口是弥

补供需缺口的重要手段。 从供需预测的结果来看，

到 2022 年粮食供需缺口是 0.56 亿吨， 而届时的

自给率为 90%。 预测的结果表明未来中国粮食依

靠完全的自给是不可能的， 粮食的进口是填补供

需缺口， 也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需要。

三、 我国在粮食贸易中的 “大国

效应” 争议

（一） 何谓大国效应

大国效应， 通俗意义而言是指一个国家某种

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高的份额， 其进口量的

多少将直接影响着国际市场价格的高低， 也就是

说， 这个国家此种商品的大量进口将导致国际市

场价格上涨。 但是根据价格理论， 商品的国际市

场价格上涨， 一方面引起国内生产 供给的增加，

同时价格上升的挤出效应会减少国内对该种商品

的需求， 因此， 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将使该种商品

进口的减少并进一步使该种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

下降， 所以， 可以说 “大国效应” 并非一定就对

贸易进口国不利。 但是作为我国 粮食进口来 说，

粮食的大量进口引起了国际市场价格的攀升， 但

反过来， 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攀升并没有对中国

粮食的进口起到抑制作用， 也就是说， 在国际市

场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下， 我国仍然在大量进口

粮食， 这明显违背了经济学规律， 对我国粮食进

口贸易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因此， 有必要对

中国粮食进口贸易中 “大国效应” 进行更深入的

研究， 对中国能否利用国际市场保障中国粮食安

全及如何才能获得较多的比较利益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

（二） 中国粮食贸易大国效应争议

Brown 首 先 提 出 了 “大 国 效 应” 这 一 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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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预测中国在 2030 年粮食将大量依赖进口， 并将

助推国际粮价大幅上涨。 李晓钟等以小麦为例认

为， 粮食进口贸易中的 “大国效应” 不明显。 杨

燕、 刘渝林认为粮食的 “大国效应” 是扭曲 的。

范建刚认为我国对国际粮食价格的冲击需要一定

的前提条件才能实现。 杨俊伍等认为， 中国谷物

会对国际粮食价格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对稳定

粮 价 具 有 一 定 的 积 极 作 用。 陈 传 兴、 李 静 逸 认

为， 大豆的进口贸易与玉米出口贸易具有 “大国

效应”， 而在大米和小麦的进口市场则没有。

四、 粮食贸易的大国效应影响分

析

粮食贸易的大国效应的影响因素， 本文主要

从大米、 小麦、 大豆、 玉米四种粮食进出口量和

粮食价格进行分析。

（一） 粮食贸易的进出口量

从 1992 年以来的进出口情况来看， 大米、 小

麦、 大豆、 玉米四种粮食在进出口结构中所占的

地位是不同的。 我国是小麦的净进口国， 只是在

“入世” 之后出现过一次较大 规模的出 口 （2003
年出口 224 万吨）。

1. 玉米方面， 我国是玉米的净出口国， 1992
年以来的累计出口量大约是同期累计进口量的 15
倍， 其中， 只有 1995 年有较大 规模的玉米 进口

518 万 吨； 大 米 方 面， 我 国 是 大 米 的 净 出 口 国，

1992 年以来我国稻谷和大米的累计出口量大约是

进口量的 4 倍。

2. 大豆市场在这个时期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

化， 1996 年以前我国大豆是净出口国， 但是出口

量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比重比较低； 而到了 1997
年我国开始成为大豆的净进口国， 且进口量迅速

上涨并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家。

通过对小麦的进口量、 玉米的出口量、 大米

的进出口量、 大豆的进口量分别与对应的国际市

场价格进行分析， 我们发现， 大豆的进口量和大

豆国际市场价格的相关系数最高， 这说明一方面

说明大豆市场的开放程度较高， 另一方面也说明

大豆市场上国际价格和我国大豆进口量有密切的

关系。 另外小麦的进口量和国际市场价格之间的

相关系数也比较高， 结合我国对小麦进口量比较

小且进口管制还比较严格， 所以这很可能是由于

国际市场对中国小麦进口反应比较敏感所致。 此

外， 玉米的出口量、 米的进出口量对国际市场价

格的相关程度还不高。

（二） 粮食贸易的价格

1. 小麦市场上价格的传递方向是从国际市场

价格传递到国内市场价格。 如果某些因素使得国

际小麦市场价格升高 （比如小麦的全球性减产），

那么中国也增加小麦进口， 从而又支撑了世界市

场上的小麦价格， 也使得国际市场价格随着小麦

的进口传递到国内； 反之， 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

下滑的时期， 我国的进口量也减少， 从而对国际

市场价格的进一步跌落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向下的

拉动作用。 但是这并不足以支持小麦市场上中国

具有大国效应， 中国对国际小麦市场价格的支撑

或者下拉的作用是否明显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2. 在大米市场上的价格传递方向是， 国内价

格的变动先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 当国内价格

升高， 大米进口增多， 出口减少， 从而在增加国

际市场上大米需求的同时减少了国际市场上大米

的供给， 拉动了国际大米市场价格的提高； 反之

亦然，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在大米市场

上的大国效应。

3. 中国进口粮食且相关系数为负值的 情况。

我国大豆的进口量与国际大豆市场价格的相关系

数为负， 即我国大豆进口量与国际市场价格呈反

方向变动。 当国际大豆市场价格升高 （或降低），

我国的大豆进口需求就会减少 （或增加）， 符合需

求量与价格反向变动的一般经济学规律。 这说明

我国在世界大豆市场上对价格的影响力并不明显，

大国效应并没有明显出现。

4. 中国出口粮食且相关系数为负值的 情况，

玉米出口和大米出口均是如此。 中国的出口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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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价格呈反方向的变动， 也就是说我国出

口量越大国际市场价格就越低； 在玉米和大米市

场 上， 国 内 价 格 变 动 领 先 于 国 际 市 场 价 格 的 变

动。 因此， 当国内价格提高促使出口量减少的时

候， 国际市场上也会由于中国出口量的减少而供

给量减少， 从而可以抬高国际市场价格； 反之亦

然。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的大国效应也可

以得到一定的体现。

五、 对我国粮食贸易政策的建议

针对我国当前粮食不同种类出现的进出口大

国效应， 为了避免其消极影响， 提出如下建议：

（一） 立足国内， 增强粮食生产能力

在中国粮食供求关系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的背景下， 解决粮食结构性供给缺口问题， 必须

继续坚持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 通过进一步加强

对粮食生产的支持与保护力度特别是农田水利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农 业 科 技 支 撑， 加 快 发 展 产 出 高

效、 产品安全、 资源节约、 环境良好的粮食生产，

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和口粮绝对安全。 然而， 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

境约束， 中国要适度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来

弥 补 国 内 粮 食 供 给 不 足 已 不 可 避 免 ， 但 也 应 看

到， 国际市场调剂空间较为有限， 并且近年来中

国部分主要粮食进口的持续增加已对其国际市场

价格产生了一定影响， 而这也会影响其他发展中

国 家 特 别 是 欠 发 达 国 家 获 得 稳 定 的 粮 食 进 口 来

源。 中国应尽快制定并实施粮食对外贸易中长期

发 展 战 略， 掌 握 并 控 制 好 粮 食 进 口 的 时 机 和 节

奏， 既 避 免 引 起 国 际 粮 食 市 场 形 势 出 现 较 大 波

动， 又避免国外低价粮食大量进口对国内粮食市

场秩序和粮食生产发展形成较大冲击。

（二） 加大农业投入， 转变粮食增产方式

国家要从财政、 信贷、 生产资料价格等方面

给 农 业 部 门 提 供 帮 助， 改 善 粮 食 生 产 的 基 本 条

件， 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 促

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 保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

极性， 大力发展中国粮食生产。 此外， 转变粮食

增长方式， 改革、 优化产业结构和耕作制度， 加

强科学管理， 提高粮食生产集约化程度和农业资

源有效利用率， 依靠科技进步， 加快科教兴粮步

伐， 走高产、 优质、 高效、 低耗的路子， 努力提

高粮食增产中的科技含量。

（三） 公开粮食安全信息， 健全粮食价格制

度

众所周知， 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是影响一个

国家物价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国粮食价格指

标多样而分散， 如收购价格、 生产价格、 批发价

格及零售价格等， 这些价格指标波动的不一致会

妨碍粮食政策调控， 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调查口

径与调查手段， 从而使粮食安全和预警有一定的

针对性与及时性。 另外， 粮食安全信息有待进一

步公开化、 透明化， 发布频率需更高、 更及时，

以便更好地对粮食价格与信息进行实证分析和预

测。

（四） 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系统

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是粮食购销市场化后各级

政府为确保粮食安全应该考虑并要抓紧实施的一

项重大举措， 也是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

一个突破口。 作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应责无旁

贷地负起筹建粮食安全预警系统的重任。 粮食安

全预警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涉及到粮食生产、

流通、 消费等各个环节， 但它的指导思想就是在

出现粮食不安全因素时， 立即启动系统中相应的

调控措施， 确保粮食市场稳定、 粮食安全和社会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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